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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发电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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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长三角区域在国家
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长三角在
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城市过程中，应具备整体思
维，进行系统创新。”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
镇化智库主任诸大建日前在“中浦·长三角论坛”上
表示，今后长三角美丽城市建设必须跳出零散的、单
体的绿色改造模式。

诸大建表示，仅靠技术改进而来的绿色不等于
系统整体的绿色，对绿色的思考要从单个的、破碎
化的技术改进，变成集成性的系统创新。当前，长
三角区域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已接近 10 万亿元，城市
数量达到 41 个，因此其城市框架需要从整体上规
划，然后在微观上做绿色改进，如此才能走向真正
的绿色化。比如城市绿色出行，若以公共交通的枢
纽为节点，建设功能混合一体的社区，就可能实现
城市绿色出行的最大化。

同济大学诸大建——

长三角绿色发展应有整体思维

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文化消费却仍是短板。跟一般的

物质性消费相比，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仍然是偏弱的、不积极的

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在不断增长，但是不能只强调文化数量

上的增长，还要强调文化产业在质上的内涵式发展，科学、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 国家粮食局网站消
息显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等部门
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四个共同”机
制，切实做好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和监管工作。

通知称，中储粮各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依据各自职责和分
工，共同合理确定收储库点 （含委托收储库点和租赁
社会库点），共同组织好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入库，
共同对收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的数量、质量、库存管
理及销售出库等负责，共同落实好国家政策性粮食收
储政策。对定点环节、启动环节、收购环节、验收环
节、储存和出库环节作了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地方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依照 《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价格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最低收购
价政策和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等有关规定承担起监督
检查职责，加强对收储库点政策性粮食收购活动的
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认真受理并核查处理群众投诉和举报案件，对
典型案件进行通报。农业发展银行对粮款支付违规
企业要给予信贷制裁。

加强政策性粮食收储监管
违规企业将被信贷制裁

11 月 18 日，山东鱼台长青生物质发电厂设备调试

完毕，进入试运行阶段。据介绍，该厂完全采用秸秆作

为燃料进行发电，预计年消耗秸秆生物质燃料量 17.93

万吨，年发电量将达 1.95亿千瓦时。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海外血拼“纷纷剁手”，跨国旅游“说走
就走”，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文化消费
却仍是短板：文化部门发布的一份文化消
费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文化实际消费规模
与潜在消费规模间的缺口超3万亿元。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前不久公布
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文化产业发展被
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

提振文化消费市场，还有多远的路要
走？由文化部门发布的《中国文化消费指
数（2013）》报告显示：我国文化消费潜在
规模为 4.7 万亿元，而实际消费仅为 1 万
亿元左右，缺口超 3 万亿元，作为全国文

化中心，北京 2014 年这一缺口也达 1378
亿元；中国社科院 2014 年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2012 年，我国文化产值比上升至
3.48%，而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率却下
降到 2.20%。

文化消费两大矛盾降低了公众文化
消费的“满足感”。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
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评价当前国内大众
消费潮流时表示：“跟一般的物质性消费
相比，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仍然是偏弱
的、不积极的。”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教育文化娱乐消
费一般占居民总消费的 20%至 30%，而我
国 2014 年这一数据仅为 10.6%。一边是

巨大的文化产业财政投入，一边是“不温
不火”的文化消费市场，“不等式”问题究
竟出在哪里？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三五”，
哪些文化消费症结应当被破除？

——“软件故障”，精品文化“内核”缺
失。“没有莎士比亚，再好的运营成绩也不
值得夸赞。”《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
告》主编王国华认为，欧美国家文化产业
发达，凭借的是个性化内容、高科技呈现
和成熟的运作模式，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优
质的内容供给。

——“硬件错位”，重复建设，唯 GDP
现象仍存。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管委会
主任陈建瑜估计，目前 100 多个影视城
中，仅 10%能够良性运转，其余大多“吃不
饱”或亏损。一些文化基地、“重大文化产
业项目”因同质化重复建设、研发活力不
强，长期依靠当地政府“输血”，生存举步
维艰。

——“系统失灵”，供给与需求不匹
配。中国社科院研究显示，以电视剧生产
和消费为例，目前仅北京市就有影视制作
机构 2000 多家，但每年上万集的电视剧
产量中只有一半能在电视台、卫视播出并
引发消费。

“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在不断
增长，但是不能只强调文化数量上的增
长，还要强调文化产业在质上的内涵式发
展，科学、有序发展。”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说。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五年计划”，
“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应“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
体系、文化市场体系。”

专家认为，创新文化市场机制，让市
场资源有更便捷、更高效的配置渠道；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体享受到
优质文化产品，将是未来文化产业改革的
两大关键。与此同时，抓住主要矛盾，分
类促进文化消费是重点。

“我国文化发展应该切实以满足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既不出
现‘结构性过剩’，又不存在‘实质性短
缺’，形成供给需求之间协调增长的良好
关系。”魏鹏举等专家表示。

补齐短板、兜好底线，提振文化消费
需求，不但需要筑牢基础，还需要在品质
上下功夫。

文/新华社记者 刘 敏 黄鹏飞 陈 诺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8日电）

3 万 亿 文 化 消 费 缺 口 如 何 补
——从“十三五”规划建议看提振文化消费

经过连续近半年的高

速放量，楼市疲态已现。

虽然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

重点城市房价依然上涨，

但随着一系列利好楼市政

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房价

涨幅总体呈回落态势。在住

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

待售面积持续增加的背景

下，库存过高已成为阻碍楼

市发展的主要障碍——

1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0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其中，10 月新建商品住宅与上月相
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33 个，上涨的城市
有 27 个，持平的城市有 10 个。环比价
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上海上涨 2.1%，
最低为岳阳下降 1.0%。二手住宅方面，
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23 个，
上涨的城市有 38 个，持平的城市有 9
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北京
上涨 1.1%，最低为遵义下降 0.9%。

专家表示，虽然一线城市楼市依然
高温不减，但全国房价整体已出现降温
态势，去库存仍将是中国楼市首要任务。

不同城市分化态势延续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表示，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与上月相比上
涨的城市个数分别为 27 个和 38 个，分
别 比 上 月 减 少 12 个 和 1 个 。 从 涨 幅
看，10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价格与上月相比综合平
均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 0.2 个和 0.3 个
百分点。其中，与上月相比，一、二
线城市房价涨幅回落；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由持平转降，二手住宅
价格环比持平。

与去年同月相比，70 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54 个，
上涨的城市有 16 个。同比价格变动中，
最高涨幅为深圳上涨 40.5%，最低为湛
江下降 6.5%。二手住宅方面，与去年同
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45 个，上涨
的城市有 24 个，持平的城市有 1 个。同
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深圳上涨
36.8%，最低为锦州下降 9.5%。

刘建伟分析，10 月份，新建商品住

宅与二手住宅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上涨
城市个数分别为 16 个和 24 个，分别比
上月增加 4 个和 9 个。70 个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综合平
均涨幅持续扩大，分别扩大 1.5 个和 1.4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城市间房价与
去年同月相比涨跌差异明显。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均上
涨且涨幅相对较大，涨幅分别比上月扩
大 2.4 个和 1.1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 1.9%，降幅比上
月收窄 0.9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同
比则由上月下降 0.9%转为持平；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下
降，但降幅分别比上月收窄 0.7 个和 1.0
个百分点。

“地王”风险不容忽视

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与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减
少，甚至出现了涨幅回落的状况。不
过，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热点城市的
土地市场却十分火爆，屡现“地王”。

11月 18日傍晚，北京门头沟区出让
的两地块以及密云区出让的一地块分别
觅得买主。3 地块分别被万科集团、中
交绿城平安联合体以及首创集团拍得。
第一块永定镇商业地块的最终纯土地楼
面价为每平方米 1.8 万多元；第二块永
定镇住宅地块的最终纯土地楼面价为每
平方米 2.8 万多元；第三块密云地块楼
面价为每平方米 1.6 万多元。剔除保障
房后的商品房楼面价更高，特别是第二
块，每平方米将达到 3 万多元。楼面价
已如此之高，销售价格更是可想而知。

据了解，顺义区近日拍出的两地块
商品住宅部分折合楼面价分别为每平方

米 3.3 万 元 和 3.4
万元，而附近在售
的楼盘销售均价约
在 2 万元至 2.3 万
元。不仅在北京，
杭州、福州等地近
期 都 拍 出 了 新 地
王。特别是南京，
前 10 个月土地出让的平均地价与去年相
比已近乎翻倍。

不过，市场是瞬息万变的，高地
价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业内人士
表示，高地价下，开发商往往只做针
对 改 善 型 需 求 的 大 户 型 或 者 “ 豪 宅 ”
产品，新盘多呈现高端化的特点。如
果不做好总体规划和评估，有可能造
成供给与市场需求不相符，从而导致
销售难度增大。

此外，土地价格过高还将带来开发
企业收益偏低的风险。福州大学房地产
研究中心主任王阿忠认为，一些房企往
往借用基金、信托等各种资本杠杆拿
地，再通过高周转的方式对冲前期的融
资风险。但未来市场充满不确定性，一
旦市场风向转变，房企资金链会受到极
大挑战。

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今年 10
月 底 ， 商 品 房 待 售 面 积 68632 万 平 方
米，比 9 月末增加 2122 万平方米。其
中，住宅待售面积增加 1180 万平方米，
办公楼待售面积增加 56 万平方米，商业
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增加 709万平方米。

从数据上看，各种类商品房的库存
都处于上升状态。库存高企，是当前很
多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特征。高库存
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销售

量放缓是库存高企的直接原因。
今年 1 月至 10 月份，非重点城市商

品房销售增速回落。国家统计局投资司
高级统计师李皎指出，1 月至 10 月，非
重点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比 1月至 9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拉动全国销售整
体下行。

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原副会长朱中
一看来，目前一些地方过高的库存是前
些年过量开发的结果，其源头是一些地
方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
此外，部分城市经济内生动力不足、人
口聚集能力不足、居民支付能力不足，
也是库存过高的重要因素。

如何化解高库存？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认
为，在供给明显大于需求的城市，首
先，应尽可能少推地，把土地供应降下
来；其次，应该落实中央有关政策，将
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打通，即将存量商
品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化为保障性
住房，或者在实施棚改时，实行货币化
安置，鼓励安置居民到市场上购买存量
商品房，起到既安置住房困难群众，又
消化存量房的作用。

朱中一还建议，对已批出去的土
地，应按照国土部、住建部今年 3 月 27
日 《关于优化 2015 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的
通知》，引导企业调整土地用途、规划条
件，引导未开发房地产用地转型用于新
兴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
业等项目用途的开发建设。

10月份 70个城市房价涨幅环比收窄，商品房待售面积达 68632 万平方米——

去库存仍是楼市当前首要任务
本报记者 亢 舒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8 日 专 电 （记 者 齐 中

熙） 针对近日发生的几起乘客乘机的违法行为，
民航局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18 日特别提醒旅客，机舱
内吸烟、飞行中使用手机、不服从机组人员管理、
擅自移动机上设施设备等行为属于危害民航运输秩
序 的 违 法 行 为 ， 将 受 到 行 政 处 罚 甚 至 追 究 刑 事
责任。

中国民航局这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民航局公安局
8 月 6 日发布的 《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关于维护民
用航空秩序保障航空运输安全的通告》，在航空器内
严禁发生以下行为：冲闯航空器驾驶舱；对机组人员
实施人身攻击或威胁实施此类攻击；盗窃、故意损坏
或者擅自移动救生物品等航空设施设备或强行打开应
急舱门；妨碍机组人员履行职责；在使用中的航空器
内使用可能影响导航系统正常功能的电子设备；抢占
座位、行李舱 （架）；吸烟 （含电子香烟）、使用
火种。

违反通告规定的，民航公安机关将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航班正常营运造成非
法干扰的旅客，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可处
5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追究刑事责任；给单位或者个人造成财产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危害民航运输秩序将受重处
严重者可追究刑事责任


